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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冷藏时间要充分
,

否则难以过滤净 致使

测定值偏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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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法和荧光偏振免疫法测定丁胺卡那霉素血药浓度的相关性

赵爱国 顾超 宁 徐美娟” 胡 宁
“

解放军第 。医院药剂科 洛阳

摘要 例健康受试者肌内注射硫酸丁胺卡那霉素
,

份血清样品分别经微生物法和荧

光偏振免疫法测定丁胺卡那霉素血清药物浓度
,

结果表明荧光偏振免疫法测定结果显著高于微生物法的测定

结果 。
。

两组结果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

线性方程为 一 “一
,

但微生物法

在较低浓度时测定误差较大
,

精密度比荧光偏振免疫测定法低
。

本实验结果提示采用该两种方法均可对丁胺

卡那霉素进行血药浓度监测
。

关键词 微生物法 荧光偏振免疫法 丁胺卡那霉素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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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 T 胺 卡那霉 素 (am ikaein Sulfate

A M K )是一种抗菌谱较广的半合成氨基糖贰

类抗生素
,

是临床上用来治疗 G 杆菌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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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药物之一
〔,〕。 因其使用不当可能导致一

定程度的耳
、

肾功能损害
,

所以应在加强血药

浓度监测的条件下使用
。

测定 A M K 血药浓

度 的常用方法有微生物法 (m ierobio logieal

m et hod B A ) 〔2二

和 荧 光 偏 振 免 疫 法

( fluoreseen ee p olarizatio n im m un oassay



表 1 采用荧光偏振免疫法及微生物法m.J 定丁胺卡那霉素的精密度

浓度(拌g / m l )

荧光偏振免疫法 又士 S D (拌g / m l)

R S D ( % )

微生物法 X 士SD 年g/m l)

R S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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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微生物法沮l]定血清 A M K 浓度 (
n = 15 )(4m g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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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荧光偏振免疫法浏定血清 A M K 浓度 (n 一 1 5 ) (4 m g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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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B A 法i则定费用较低而测

定过程繁琐
,

F
PI

A 法较 B A 法测定过程简

便迅速
,

但费用较高
,

且 B A 法和 F PI A 法测

定 A M K 血清药物浓度的相关性国内尚未见

报道
,

因此对两种方法测得的 A M K 血药浓

度亦无法 比较
。

本文报告经两种方法分别测

定 104 份血清标本的相关性
,

为临床选用适

当的方法监测该种抗生素血药浓度提供 依

据
。

一
、

材料与方法

(一 ) 实验对象及给药方法 肝
、

肾功能

正常的健康志愿者 15 例 (7 男 8 女 ) 年龄

37士 3
·

6

a

,

体重 62士skg
。

实验前 4d 及实验

期间免用其他药物
,

实验中正常饮食
。

A
M K

注射液 (上海天丰制药厂
,

批号 910819)
,

按

4m g / kg 肌肉注射
。

( 二 ) 血清 A M K 浓 度刚 定 按 4m g /

k g 剂量给药后 0
.
25 ,

0

.

5

,

1

,

2

,

3

,

4

,

s h 各取

上肢静脉血 1
.
oml

。

血样离心后
,

以血清 75川

采用 F PI A 法测定血清 A M K 浓度
; 由上海

图 2 微生物法与关光偏振免疫法m.]

定丁胺卡那霉素的相 关性

海军 4n 医院药学研究中心采用 B A 法测定

同批血清 A M K 浓度
。

配制 4
,

1 0

,

1 8 拌g / m l3

种浓度的血清样品
,

分别用两种方法进行测

定
,

得到该两种方法测定 A M K 血药浓度的



精密度
。

( 三 ) 数据处理 采用 M C P K P 药物动

力学程序配对 t检验 B A 法和 F PI A 法测定

的血清药物浓度差别
,

线性回归检验两种方

法测定结果的相关性
〔‘〕。

二
、

结果

用 B A 法和 F PI A 法测定 A M K 血药浓

度的精密度见表 1 ,

A
M

K 以 4m g / K g 肌内

注射后所得 104 份血清标本经 B A 法测定的

结果见表 2
,

经 FPI A 法测定的结果见表 3 ,

血药浓度
一

时间曲线见附图 1。 计算结果表

明
,

F P I A 法测得的血药浓度数值显著高于

B A 法测得的结果 (P < 0
.
0 1)

,

但两组数据有

良好的相关性
,

线性方程 为 Y 一 1
.
7 7 5 5 +

O
·

9 4 9 7
X

(

r

~
0

.

9 9 6 8 )

,

见附图 2
。

三
、

讨论

B A 法和 F PI A 法是 目前监测 A M K 血

药浓度常用的两种方法
。

B A 法所需仪器设

备较为简单
,

费用较低
,

测定过程较长
,

在较

低的 A M K 血药浓度时测定精密度较低
; 而

F P IA 法依赖进 口仪器和试剂盒
,

支付费用

也较高
,

由于我国 目前经济尚不发达
,

使其应

用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

但其操作方便
,

测定迅速结果
,

准确
。

因此
,

两种方法各有优

点和缺点
。

本研究证实
,

B A 法和 FPI A 法测

定 A M K 血药浓度结果之 间有 良好的相关

性
,

提示该两种方法均可用于监测血清中的

A M K 浓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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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离子对液相色谱法测定促甲状腺激素

释放激素(T R H )血药浓度的研究

柳正 良 李名 秀
*

(第二军 医大学药学院

崔志平
*

上海 200433)

摘要 报告反相离子对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免血浆中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 R H) 的浓度
。

采用 O D s

色谱柱
.
流动相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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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睛

:
庚烷磺酸 (8 9

.
85
: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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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

流速 l
.
sm l/ m in

.
检 测波长为 22o

nm
.

平均回收率 101
.
69 %

,

R S D 为 1
.
28 写

。

本法操作简便
,

结果准确
,

重现性好
。

关键词 离子对 ;高效液相 色谱 ;促 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 (T R H ) :血药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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